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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6版

文化时评

2018 拥抱高品质文化阅读
刚刚过去的2017年，文化阅读领域

热点纷呈。《朗读者》《白鹿原》等文化综

艺节目和影视剧热播、数字阅读用户规

模突破3亿、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学习辅

导读物热销……高品质文化阅读正更加

广泛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 本报记者 于 馨

在移动支付、互联网技术、消费

升级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

过内容付费来提升自我，买一门“课”

正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流行。日前，亚

马逊联合新华网、书香中国全民阅读

官网发布2017十大文化阅读热点事

件，内容付费成为文化消费新增长点

位列其中。

当下，“终身学习”不再是一句口

号。学习者职业、年龄迥异，求学或

出于兴趣，或为了学门技艺，方式有

线上也有线下。在农耕时代，一个人

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

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

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

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

进的脚步。“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

在原地。”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的

这句话道出了这代人的焦虑，社会发

展太快，不学习就会被淘汰。大家渴

望获得知识，并愿意用钱购买。

终身学习成共识，人人
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跨年夜晚会作为岁末年初收视

争夺战的重要一节，各大电视台纷纷

摩拳擦掌、全副武装，2018年的跨年

晚会，除了江苏、湖南、东方、浙江四

大卫视，央视和四川卫视等也加入其

中。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各大卫

视不再一味比拼明星，反而打出了

“知识跨年”的新招牌，广东卫视携手

品牌节目《财经郎眼》的经济“大咖”

共同打造年度财经盛会；深圳卫视

打造“所有终身学习者的跨年盛

会”；浙江卫视推出“2018 思想跨

年”，主持人马东与高晓松、吴晓波、

张召忠等名嘴一道畅所欲言，科技智

库甲子光年创始人张一甲等一众科

技人物的亮相，更让人有种“打破次元

壁”的即视感。

“知识跨年”的基础，是从2016

年兴起的知识付费。作为“知识付费

元年”，2016年可以用“忽如一夜春

风来，知识付费四处开”来形容。

2016年4月，问咖、值乎出现；5月，

分答、知乎Live面市；6月，得到《李

翔商业内参》、喜马拉雅FM《好好说

话》推出……几乎每月都有知识付费

的平台或者产品走红，知识付费成为

互联网的新风口。

到了2017年，知识付费行业进

入高速发展期。豆瓣网推出首款付

费产品“豆瓣时间”；喜马拉雅FM再

次发起“知识狂欢节”，三天的销售总

额 突 破 1.96 亿 元 ，增 长 率 高 达

300％；罗振宇推出的“得到”用户数

量达到1300万，总学习时间超过2

亿小时。此外，知识付费的领域也更

加拓展细分，形式更加多样化。自媒

体也相继参与，推出原创内容，情感

教主咪蒙推出了“教你如何月薪五

万”99元的付费课程，新世相推出了

付费平台“新世相读书”，北大经济学

教授薛兆丰在某平台开设的语音课

程专栏，“拥有超过17万付费订阅

者，价值近3500万元”。

截至2017年 8月，知识付费用

户突破5000万，市场预测行业2017

年全年经济规模达500亿元。知识

付费如此“火爆”，根本原因是学习型

社会的到来。依据中国互联网网络

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全国互联

网发展统计报告》，“企鹅智酷”对

1736名网友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

显示55.3％的网民有过为知识付费

的行为，满意度达38％；为知识付费

的首要驱动力是“获得针对性的专业

知识/见解”（74.2％），其次是节省时

间和精力成本、积累经验提升自我，

分别占比50.8％和47.3％。终身学

习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与

此同时，“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也在构建当中。

知识资源源于书，覆盖
人群大于书，用户体验优于书

从一个陌生的概念到一条坐拥

千万用户的“大赛道”，知识付费仅仅

用了两年。“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中国人对学习的需求日益强烈。中

国版权环境的改善和在线支付习惯

的养成，也为知识服务的成立和爆

发做好了最重要的铺垫。”罗振宇

如是说。

《付费：互联网知识经济的兴起》

作者方军也认为，知识付费之所以能

成为热点，主要是因为它击中了人们

的深层心理需求——技术与社会变

化带来的信息爆炸、知识焦虑与自身

本领恐慌。

曾有微信公众号作者讲述朋友

的故事：早上刷牙听“得到”，吃早饭

时听喜马拉雅，地铁上刷知乎，睡前

还要订阅好几个专栏，最后“白发、皱

纹多了，但工作没有加薪，旅游梦想

没有实现”。这种“有人喊着岁月静

好，而时代却在大河奔流”“你必须不

停奔跑，才能留在原地”的焦虑感，似

乎让每个人都患上了一种“知识危机

症”。在机器、市场、竞争、用户都在

快速迭代的今日，与其说知识付费是

大众知识焦虑的“止痛剂”，不如说是

普通人渴望改变升级的“助推器”。

高效率、实用性、专业性是知识

付费的前提和基础。《好好说话》主

创之一周玄毅说，在知识付费的时

代，过去需要用一个书柜才能装下

的知识，现在都能以极其精致的方

式推送给用户。用户在无数个碎片

化的时间段内所关注的知识，都是

无数专业人士用极其专注的精神加工

而成的。

从内容上看，知识付费主要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行业垂直知识的“互

联网化”；第二类是职业等技能培训；

第三类是生活兴趣爱好的“再包装”，

类似插花、烹饪等。尽管冠以“知识

分享”等名头，其“终身学习”和“线上

培训”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知识付

费带来的最大变化有两点：其一，变

革了知识的容器，知识的容器开始脱

离图书形式、文字载体。其二，第一

次让知识互联网化，从而让过去出版

业倡导的‘知识服务’理念能借具体

的、可用的、受欢迎的互联网产品变

成现实。”方军表示，2017年，多数付

费知识产品可视为某种形式的音频

出版物，它的产品结构和背后的运作

逻辑与图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

是，与图书相比，互联网上的付费知

识产品“源于书、大于书、优于

书”——知识资源源于书，覆盖人群

大于书，用户体验优于书。

知识消费存泡沫，积极性
仍值点赞

就像是硬币的两面，知识付费在

受到热捧的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

人民网曾评论，知识付费容易让人养

成依赖性。人们花一点小钱就可以

获得知识，听十几分钟的音频就可以

了解一本书的内容。虽然得到了答

案，却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过程。虽

然知道了答案，但没有经过独立思

考，下一次遇到问题仍然一筹莫展。

碎片化的知识是不能提高思考能力

的。这些知识付费APP上的知识，

很多经过了“二次包装”。《逻辑思

维》将一本书的内容压缩成20分钟

的音频，马东的《好好说话》将复杂

的沟通学拆分成小的案例，更加简

化容易吸收。但是听别人对于一本

书的讲解，和真正读完一本书的收获

始终不同。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

长杜俊飞曾将网络上的付费知识比

作“营养针”，不能依靠它维持真正的

健康。真正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是几

段明星视频，真正的终身教育是系统

的、专业的、非娱乐化的教育。“一切

轻量的、碎片化的、体验大于效能的

知识付费，只能是真正的终身教育的

补充。”

事实上，内容良莠不齐的问题早

在各式各样的知识付费平台出现前

就已经存在。每年，大批图书、论文

等出版、发表，面对数量庞大的内容

生产，没有人能保证产出即精品，现

在的知识产品也不例外。

因此，尽管目前的知识消费仍存

在很多泡沫，但其引导的社会导向是

正向积极的，值得点赞。正如网民

“毛建国”所说：“娱乐影响文化，文化

何尝不影响娱乐。‘知识跨年’是新时

代的新气象，‘知识跨年’的新姿势值

得拥有。”因此，从长期来看，知识付

费是好事，让知识创作者能够对自己

的劳动成果更为有效有保障地变现，

而消费者也可以用自己的钱包投票，

对好的内容就捧场，对不好的内容就

可弃之不顾。大浪淘沙后，市场将得

以良性发展，肯定会出现更多的优质

内容。

“知识跨年”新姿势
催人奋进

□ 杨玉龙

2018 元旦，多家媒体打出了“知识

跨年”的招牌，没有小鲜肉、不请流量明

星，收视率却不断攀升，这样的“知识跨

年”新姿势，你 get 到了吗？2018 跨年

夜，这个赛道有了更多的参与者。与其

说这是“知识焦虑症”的集体表现，不如

说是人人渴望改变升级、主动跳出舒适

区的“求知纪大爆发”。

跨年晚会作为一道“盛宴”，前些年

大多以欢唱、娱乐为主，卫视跨年之争

可谓火热，还出现“砸钱抢明星”现象。

近两年，跨年晚会有了很大改观，不再

只是明星大拼盘，而是呈现出各种文化

元素。比如，央视以“长知识”作为今年

晚会的主要特色，浙江卫视推出“2018

思想跨年盛典”等等，让跨年盛宴兼具

诚意与品质。

少了“抢明星”多了“拼文化”，更为

突出的表现是，“知识跨年”已经成为新

姿势。据悉，知识“跨年”的基础，是从

2016年知识付费的兴起，这一年也被称

为知识付费元年；到了 2017 年，知识付

费趋势加速发展，比如，喜马拉雅推出

的“知识狂欢节”销售总额突破 1.96 亿

元，增长率高达300%，而且，“为知识付

费”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

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日

新月异，不进则退也意味着“不学则

退”。诚如有网友表述的那样，“早上刷

牙听‘得到’，吃早饭时听喜马拉雅，地

铁上刷知乎，睡前还要订阅好几个专

栏”。这并不代表全民都患上了“知识

危机症”，在这个机会多多的当下，每个

人都能通过知识的累积获得“升级”，不

断实现“出彩”。

“知识跨年”新姿势的背后，是学习

型社会的到来。根据“企鹅智酷”对

1736名网友进行的在线调查，55.3%的网

民有过为知识付费的行为。并且，终身

学习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与此

同时，“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学习型社会也在构建当中。

“知识跨年”新姿势，是一种社会映

射。每个人要想获得更多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不仅仅需要国家的好政

策，更需要个人的自我加压、不懈奋

斗。获取新知识、提升新能力，作为个

人成长的必经渠道，就是要把“学习”当

作一种“常态姿势”。因此，在新的一年

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学习达人、

知识达人。

□ 陈圆圆

新时代的文化力量——中国文

化产业学院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中国

传媒大学举行，回顾过去一年中，文化

产业在各个领域的见闻与成就。此次

盛典是由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北大、清

华等十余所高校及文化产业研究单位

联手举行，发布了年度文化影响力城

市、产业园区、魅力小镇、大运河文化

带特色项目、传统工艺振兴项目、网络

文学作家、前沿文化科技产品、文化人

物、文化热词等9个榜单。

“每一座城都是一首诗，那些屹

立千年，有悠久历史和美好未来的文

化之城值得每一个人用心去看和感

受，值得其他城市思考与借鉴。”中国

文联副主席丹增说。一个城市、地区

的文化印记，既是其外在形象与精神

内质的有机统一，也体现着经济增长

的软实力。

过去一年，一批城区文化建设项

目，以不同的方式、独特的视角生动

展示当地的人文特色。以上榜的北

京市朝阳区为例，2016年朝阳区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收入同比增长

12.9%。而致力于探索社区文化建

设的天津市河西区，至今已成立13

个500平方米以上的街道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和144个300平方米以上

的社区文体活动室。

重庆市南岸区依托生态，山水林

路自成一体，文化建设体现着浓浓的

山城风味。今年南岸区将推动以重

庆国际马戏城、故宫南迁博物馆、茶

园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代表的文化创

意产业示范区建设进入快车道，老街

区也将经过维修保护，重新向公众开

放。南岸区副区长刘永华表示，未来

将进一步以文化自信推进城区建设，

“不仅要把老祖宗留下的优秀传统文

化展示给别人看，还要有一种胸怀，

把世界优秀的文化请进来。”

作为 IP的重地，网络文学市场

可谓是近年来文化产业中一股新兴

力量。从1998年到2017年，网络文

学从一只“隐形的大象”成长为一只

“会跳舞的大象”。据统计，目前中国

网络文学读者已达3.53亿。网络文

学的迅猛发展，离不开我国独有的优

势。作家唐家三少认为，“中国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庞大的人口基数，碎

片化、连载式的阅读模式，赋予网络

文学独特的创作根源和传播特性，尤

其是我们的微利模式，更是其他国家

无法复制的。”

从在线付费模式到以IP为核心

的产业生态系统，网络文学市场改变

了中国文化产业形态。一个全版权

运营的网络文学作品，往往包括电

影、电视剧、网剧、手游、页游、端游、动

画、动画电影、舞台剧等10多个版权。

能随时随地实现语音输入和多

语种翻译的科大讯飞晓译翻译机、能

陪伴孩子听说读写的科大讯飞阿尔

法大蛋机器人、进一步延伸人类视觉

的康得新裸眼3D技术……2017年，

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进行中，各种走

在前沿的科学技术正广泛渗透进文

化领域，建构着一个全新的文化科技

深度融合型社会。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

介绍说，据统计，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2016 年已经突破 100 亿元，预计

2017年达到152.1亿元。人工智能

的应用场景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从生产型走向服务型，从简单肢体动

作走向人机交互沟通，尤其是教育陪

护型的人工智能产品人气爆棚，人们

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颠覆。

虚拟现实产业成绩同样亮眼，与

各娱乐相关行业的结合尤为深入。

对于游戏产业来说，虚拟现实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游戏沉浸感和社交互动

性。而虚拟现实在影视剧上的运用

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幻题材，新闻、纪

录片、艺术电影等对真实的追求，与虚

拟现实技术特点不谋而合。李凤亮

表示，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让原本冷

冰冰的科学技术逐渐拥有温度。

知 识 付 费 ：泡 沫 难 掩 繁 荣
市场预测行业2017年全年经济规模达500亿元

文 化 产 业 释 放 新 活 力
城市更有味道 IP更有厚度 科技更有温度

河北石家庄河北石家庄
非遗展演非遗展演进万家进万家

1月9日，石家庄评剧院一团

“非遗展演进万家”主题实践活动

在石家庄丝弦剧场拉开帷幕，来

自该团传承基地的学生们表演了

《花为媒》《秦香莲》《包公赔情》等

一系列经典剧目，展现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剧的独特艺术

魅力。图为演员们在表演评剧折

子戏《花为媒》。

新华社发（刘沛然 摄）

中国邮政发行中国邮政发行《《拜年拜年》》特种邮票特种邮票

1月10日，中国邮政发行《拜年》特种

邮票1套 1枚，全套邮票面值为1.20元。

图为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邮政局工作

人员在展示《拜年》特种邮票。

新华社记者 王 晓 摄


